
國 際 專 題A24 ●責任編輯：蕭桂煬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212021年年99月月303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

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近期全球各

地大鬧能源荒，

由歐洲到亞洲再到南

美洲，不少國家都面

臨天然氣供應短缺引

發的供電危機，影響

更蔓延到各行各業。

分析指出，現時全球

各國面臨的能源危機

雖然各有獨特成因，

但若要追本溯源，大

抵都與歐洲脫不了關

係。歐洲近年大力推

動綠色能源政策，導

致對天然氣倚賴大

增，加上原本旨在減

少碳排放的碳交易制

度的推波助瀾，天然

氣價格容易陷入不斷

飆升的惡性循環，最

終擾亂到全球

能 源 市 場 穩

定。

美國近年靠着開採頁岩氣，成為全球主要天然氣出口國，
然而在這次全球能源危機中，美國卻未能為歐洲的盟友提供
太多幫助，原因是美國經歷過今夏的嚴重熱浪後，自己本身
的天然氣儲備亦嚴重不足，此外美國很多大型頁岩氣開採企
業近年將大部分現金用於派息回購，以及推動環保項目等，
用來討好機構投資者，未有投放於提升設備增加產量，結果
當需求驟增時，自然無法趕上。

開採商不敢投資增產
就在幾年前，美國仍然處於國內能源供應過剩，政府需要

鼓勵天然氣出口的情況，然而到今年情況大變，天然氣期貨
價格今年以來已經上升超過一倍，日前更升至7年新高，有
可能創2000年以來最大全年升幅。專營能源期貨的OTC環
球控股首席資料官霍爾克納表示，理論上美國雖然是天然氣
界的沙特阿拉伯，但事實是美國早已很久沒有新的天然氣田
上線。
雖然氣價不斷上升，美國頁岩氣開採商卻遲遲未有增產，

專家認為原因有二。第一，很多開採商今年初已經對沖了全
年預期產量，換言之即使市場氣價上升，他們仍然只能以年
初的較低價出售天然氣，因此缺乏增產動力；第二，不少頁
岩氣開採商管理層近年都面對投資者壓力，要求他們提升資
金回報並減少負債，導致很多管理層不敢花錢擴充設備提升
產量，反而將公司現金用於派息或回購，甚至是推動環保項
目，用來討好近年愈來愈關注環保議題的機構投資者。

●綜合報道

熱浪耗儲備 開採乏動力

美難救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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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紓緩經濟復甦
全球各國今年初開始展開新冠
疫苗接種行動，隨着接種率提
升，多國疫情持續趨緩，即使
確診宗數仍然高企，但很多歐
洲國家都已經相繼重啟經濟，
亞洲很多工廠產量恢復，導致
家居及工業用電量均大幅增
加。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國的
LNG需求就按年大增25%，
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LNG
進口國。

俄羅斯未增加供氣
雖然歐洲天然氣供應持續緊張，而且價格不
斷上升，不過俄羅斯國營天然氣工業公司
（Gazprom）始終未有增加對歐洲輸氣量，
分析認為俄羅斯本身自己亦需面臨國內需
求，難以大幅增加對歐輸氣，例如俄氣位於
歐洲的天然氣儲備便持續減少。俄德合作建
設的 「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雖然已經完
工，但能否趕及在今年入冬前開始輸氣仍是
未知之數，俄羅斯未來或會借此施壓，要求
德國加快批出管道運作許可。

歐洲的能源價格近期接連創新高，9月天
然氣現貨價格相當於2019年同期的6

倍；在歐洲能源需求高企、分薄亞洲供應
下，亞洲的天然氣價格亦達2019年同期的4
倍，美國亦在加速出口下，天然氣價格升至
7年新高。能源變貴帶動電力價格上升，在
西班牙更引發反政府示威，英國甚至已有較
小型的能源企業申請破產。

天氣經濟帶動需求
德關3核反應堆

根據歐盟統計局資料，石油是歐洲主要燃
料來源，接下來是天然氣，以及裝置量持續
增加的再生能源和生質燃料。這一波歐洲能
源危機有幾個成因，首先是去年冬天北半球
廣泛地區錄得較以往低溫，歐洲動用了大量
能源儲備作發電及供暖，適逢新冠疫苗面世
後各地疫情趨緩，經濟復甦帶動能源需求增
加，令歐洲與亞洲國家爭相向美國、挪威及
俄羅斯等主要天然氣產地「搶氣」，然而美
挪俄本身同樣面臨儲備不足，難以滿足所有
需求，令氣價持續飆升。
另一邊廂，今年以來歐洲無風的日子增
加，風力發電量大降，加上德國今年再關閉
3個核反應堆，再生能源無法填補能源缺
口，直接導致天然氣需求增加，推高氣價。

碳交易價格今年倍增
供應商被迫搶氣

上述原因大致都涉及傳統經濟學上的供需
問題，但歐洲今次能源危機之所以這麼嚴重
還有一個更重要因素，就是碳交易制度的影
響。歐盟為實現《京都協議書》的二氧化碳
減排目標，2005年起建立碳排放交易體
系，過去10年間，每噸二氧化碳排放許可
的價格一直維持在5歐元（約45.3港元）左
右，但近年歐盟不斷收緊排放政策，導致碳
權（碳交易）價格不斷上漲，今年初已經升
至30歐元（約271.9港元），到9月更超過
60歐元（約543.8港元）。
過往碳權價格較低時，歐洲能源供應商面
對天然氣價格高企，原本還有「氣改煤」這
條路可走，但碳權價格升高令供應商只能繼
續搶購天然氣，令氣價不斷上升。到氣價近
日升至無法承受的水平時，部分供應商終於
受不住「氣改煤」，然而由於煤發電的碳排
放更高，到頭來還是要花更多錢來購買碳權
配額，結果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歐洲能源及
電費價格無止境地上升。

專家：替代設施跟不上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的美國能源
專家博爾多夫認為，歐洲在轉型使用清潔能
源上，政策並不穩定，意味政府加速關閉傳
統化石燃料發電設施，但啟用替代設施的速
度未追上。博爾多夫亦擔心，若綠色能源政
策造成能源價格波動，可能削弱社會對政策
的支持度。 ●綜合報道

遠因
反常天氣消耗能源儲備
2020年至2021年的北半球冬季異常寒冷，到了春天歐洲氣溫仍然相對偏低，導致
天然氣供暖的需求增加。與此同時，美國得州嚴冬亦影響了美國天然氣生產，導致
今年2月美國出口至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液化天然氣（LNG）數量大減。到了今夏歐
美多地出現異常嚴重熱浪，冷氣需求增加，亦再次消耗大量天然氣，令歐洲以至全
球各地天然氣儲備大減。

近因
可再生能源供應減少
歐洲近年推動能源轉型，多國都積極提升風力或太陽能發電的比重，當中尤以風力
發電為甚。然而今年以來歐洲經歷很長時間的無風天氣，導致風力發電量大減，例
如英國在北海地區建立的大型風力發電場及其他風力發電基地，往年原本能佔當地
電力供應多達25%，但在今年的無風天氣下，英國風力發電量大減至只佔總發電量
的7%。此外，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持續推動「脫核」，今年內先後再關閉3個核反
應堆，種種因素都令市場對傳統化石燃料需求上升。

導火線
綠色能源政策推波助瀾
歐盟為實現《京都協議書》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2005年起建立碳排放交易體
系。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按「限額和交易」的原則運行，對各種碳排放設施所排放
的一些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設有一個上限，該上限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降低，排放總
量因此得到降低。在該上限內，企業可以購買或獲派排放配額，並可以按需要在
企業間進行排放配額交易。企業每年必須繳納足夠的配額以涵蓋該年度的所有排
放，否則將面臨高額罰款，如果一家企業排放量減少，則可以儲起剩餘的配額以
備未來之需，或將剩餘配額售給一家缺乏配額的企業，形成碳排放交易市場。

過去10年間，歐洲每噸二氧化碳排放許可的價格一直維持在5歐元（約45.3港
元）左右，但近年歐盟不斷收緊排放政策，導致碳權價格不斷上漲，今年初已經
升至30歐元（約271.9港元），到9月更超過60歐元（約543.8港元）。過往碳
權價格較低時，歐洲能源供應商面對天然氣價格高企，本來可以轉用燒煤發電，
但碳權價格升高令供應商只能維持使用天然氣，令氣價不斷上升。到氣價近日升
至無法承受的水平時，部分供應商終於受不住「氣改煤」，然而由於煤發電的碳
排放更高，到頭來還是要花更多錢來購買碳權配額，結果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歐
洲能源及電費價格無止境地上升。 ●綜合報道

●歐洲近年積極推動能源轉型，但
卻引起惡性循環。 網上圖片


